
三年级课文 小学三年级语文燕子说课
稿(模板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课文篇一

1、说教材

((燕子))是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第六册第一单元的一篇讲读
课文。这是一篇写景状物的文章。作者郑振铎捉住春天的风
景特点。通过准确、生动的刻画、充实体现了小燕子的生动
可爱，抒发了对春天的称赞之情。这篇课文语言生动、俭朴、
情感诚挚、浓厚、注意造就门生过细视察事物，捉住事物特
点举行有层次地记叙的本领。

2、说讲授目标：凭据课本阐发和三年级门生的特点，我确定
以下讲授目标

(1)会认九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能准确读写“燕子、赶
集”等词语。

(2)准确、流畅有情感的朗读课文。

(3)感觉燕子的生动可爱和色泽醒目标春天景致。造就热爱大
天然的头脑情感。

(4)学习作者捉住事物特点视察和表达的方法。

3、说讲授重难点：通过以上阐发，我确定本课的讲授重点是



领会燕子的可爱和春天生机盼望勃勃的景致。讲授难点：领
会作者在视察的底子上怎样捉住风景的特点举行形貌。

二、说教法学法

说教法——语文教学要遵循“以教师为指导，以学生为主体，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的教学原则。针对本课的教学目标和三年级学生的特点，我
选择以下教学方法：

1、朗读品悟法。“读”是理解课文，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有
效手段，“读”也是语文实践的主要途径之一。本课教学，
我引导学生走进文本，读进去，想开去，调动学生已有的生
活体验来理解和体会语言。以读为本，读悟交融，让学生实
现与文本的融合，并形成新的感知。

2、课件演示法。课件演示起着使教学直观化的作用，可以帮
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语言文字，在本课教学中，我将利用课件，
呈现美丽的春天的画面，让学生仔细聆听，轻轻说说你看到
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还要闻一闻春天的气息。

说学法——在教学中，我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式，通过读读、划划、想象，鼓励学生选择合适自己
的学习方法，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意识和习惯。

三、说教学流程

为了把预设目标落实到实处，我想安排两课时来完成教学。
第一课时的主要任务是：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研读第一
段。第二课时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课文2——4自然段，感受
春光的美丽，体会燕子的静态美和动态美。下面我想着重讲
讲第二课时的教学安排。本课时，共分4大板块。分别是：一、
谈话，引导积累，二、学第2段，感悟春天的美丽，三、学



习3、4自然段，体会燕子的动静态之美。四、内化，让燕子
留驻在心间。

第二板块——学习第2自然段，感悟春天的美丽

出示“微风吹拂着……的春天。”这三句话，不止向我们展
现一个静止的画面，还有一种生机，微风在动，柔柳在动，
草、花，也都赶集似的聚拢来。为再现春天生动而热烈的景
象，同时积累语言，我这样安排：

先让学生读读这三句话，你读懂了什么?(读懂了1、春天的雨
飘飘洒洒的、细细的，2、微风在柔柔地吹拂，柳丝黄而嫩。
等等)当学生说道：他们赶集似的聚拢来。我追问，“赶集明
白吗?”很多学生会说“蒲歧九月的时候很多人到集市上买东
西，那就是赶集。”因为我们学校的孩子对蒲歧九月印象特
别深刻。让学生联系实际，很容易理解赶集。接着想象说话：
还有谁去赶集呢?看课件出示的画面：请同学们仔细聆听，轻
轻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还要闻一闻春天的气息。
当学生看完图片后，我问：你的心情怎样?学生可能会说：高
兴、欣喜，再让学生把这种感觉带进去读。在此基础上，课
件放出燕子的叫声，小燕子来了，读读文中的句子：“小燕
子从南方赶来，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机。”这个句子不需要
老师讲解，只要让学生读后，给予情景性评价。如：真是一
只伶俐可爱的燕子。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趣。

第三板块——学习3、4自然段，体会燕子的动态美和静态美

教师引入：“燕子为春天增添了哪些生机?请读读课文第三四
自然段。边读边想，你觉得那个句子写得特别有趣，就在旁
边写下你的体会。”学生自读课文，小组交流。【这里的设
计，先让学生找准研究点，这是合作学习的前提，然后进行
合作学习。在合作的氛围中，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吸收。
自己已有的知识被别人的观点所唤醒和激活，各自生成新的
认识，整个对话过程就会充满创造色彩。】在学生充分合作



探究的基础上，组织汇报交流。交流过程中，对下面两处重
点语句，我视学生的感悟情况，作出相应的点拨和必要的调
控。我想分成两个小板块进行教学。

第一小板块：“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
中掠过，唧唧地叫着，有的由这边的稻田上，一转眼飞到了
那边的柳树下边;有的”我打算这样展开：

请同学们读读这几个句子，你读懂了什么?学生可能会找到掠
过，一转眼，沾着，横掠等词，对于斜、唧，掠过、一转眼
这四个词只要学生有所感悟，并且言之有理，我就给予肯定，
不作充分展开。主要是“沾”这个词，学生理解到沾是点了
一下，肯定没问题，我想引导学生感悟到燕子的调皮，有趣，
似乎在跟水波做游戏。所以，给予情景性评价读，如：沾的
太重了，我水波都被你弄疼了，轻一点。燕子，你真调皮，
燕子我还想跟你玩。

接着：指导朗读：这么可爱的小燕子，你能通过朗读表达出
来吗?采用指名读，比赛读，读出燕子飞行的轻快，灵巧。

最后回读：怪不得说燕子(学生齐读：——为春光增添了许多
生机。

第二小板块：研读句子：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痕细
线，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出一支正待
演奏的春天赞歌。

学生讨论引导，：你可不可以画五线谱来说明他们的相似之
处。接着小结后想象：有些燕子落在第一条线上，有些落在
第二条线上。。。。。。就像不同的.音符落在表示不同音高
的五线谱上，这些燕子一动起来，就好象钢琴家在演奏一首
美妙的曲子。你猜想他们会唱些什么?学生可能会说唱《小燕
子》。现在他们没动所以说是正待演奏的春天赞歌。齐读这
个句子。



回读：这份宁静和悠闲，这份静态下的多姿，怪不得作者这
样说燕子，读——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机。

第四板块——内化，让燕子留驻在心间

出示句子：燕子从南方赶来，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机。老师
引导：这样一只富有生趣的燕子，这样一只活泼可爱的燕子，
你想说什么?你想说的话写下来吧。如：燕子，你就是春天的
使者，美的化身。

乌黑发亮的羽毛，俊俏轻快的翅膀，唧唧的叫声，轻盈的身
姿，永远留在我的心目中。

最后老师深情朗读(我心中的燕子)你想对燕子说什么，让学
生尽情诉说自己的独特心声，整个教学营造一种和谐的情境，
洋溢着感性气息。

第五板块——作业超市

仿写：你最喜好什么动物。它长什么样子，请你仿照写燕子
的写法，捉住小动物的特点，写一段话。

背诵：有情感的背诵本身喜好的一段话。

绘画：想象心目中的燕子，画一幅(春燕图)

表现门生的自主选择性，第一题运用第一段写作要领学以至
用，闻一知十。第二题表现语言的积聚历程。第三题诗歌也
感悟相联合，诗便是画，画也成诗。

三年级课文篇二

度过了欢闹的新年，迎着春风，我们踏上了新的征程。初春
的气温并不很高，天气乍暖还寒。孩子们用求知的热情，融



化了三春的.积雪，满怀希望的来到课堂，一双双求知若渴的
眼睛，燃烧了我对教育的梦想。

春天，柳绿花红，莺歌燕舞。一对对小燕子，伴随着优美的
歌声，矫捷的飞翔于长满淡淡绿叶的柳条之间。孩子们看着
《小燕子》的儿歌视频，渐渐引入本学期的第一课《燕子》。

《燕子》一课是郑振铎老先生的一篇佳作，课文篇幅短小，
却将燕子写得十分逼真、传神。机敏、灵活的小燕子，给北
国的春天增添了勃勃生气与灵性，让春天显得更加美丽、绚
烂。整篇课文字字传神，无不表达出作者对小燕子的喜爱，
对绚烂春天的热爱与憧憬。

文章开头简洁明了，直奔主题，寥寥几笔就给同学们勾勒出
一只活泼、机灵的小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轻快的翅膀、
剪刀似的尾巴，让同学们从颜色、外形、重量等方面感受到，
小燕子的小巧、可爱。

接着，课文又通过一个自然段的篇幅，描写了小燕子飞行时
的特点。在学习这一自然段时，我放手让学生自学，通过组
内分工读文，孩子们进一步的了解了课文的内容，通过自主
提问、交流，孩子们大部分将矛头指向“掠”，和“沾”这
两个字，古诗文讲究一字传神，那么现代文亦如此。于是，
我借机引导同学们抓住这两个字，掀起大讨论，看看这样两
个字用的好在哪？可不可以换成别的字来代替，比如
把“掠”换成“划”字。经过一阵激烈的组内交流，孩子们
纷纷发言，有的觉得“掠”字能更加恰当的表现出小燕子的
轻巧灵活，而“划”则力道大一些，在情感上更重一些，不
能表现燕子轻的特点，而且“掠过”轻轻的，迅速的擦肩而
过。所以“掠”字用的更准确、更恰当。“沾”字，通常是
因为接触而被东西附着上面，燕子的尾巴沾一下水面，迅速
而轻快的飞走，时间极短，所以燕子只能是轻轻沾，加入沾
的时间久了，燕子也许会掉进水里……。听着同学们认真而
细致的分析，我内心是无比的高兴的，也是无比的骄傲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有意地渗透习了写作教学的内容。因为这
一单元《语文园地》的作文内容就是写写家乡的景色。《燕
子》一文在描写燕子飞行的特点时，采用了由近及远的观察
方法，同样在描写家乡景色也可以采用多种的观察顺序，于
是我向同学们介绍了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从前到后，从后
到前，先中间后两边等等不同的观察顺序，为孩子们在写作
本单元的作文练习奠定基础。

整篇课文，作者把春天美景与燕子联系起来，燕子因春色而
雀跃飞翔，春色因燕子而灵动、活泼，燕子与春色构成了一
个悦动，生机勃勃的春景图。让我和孩子们感受到春天的美
好与快乐！

三年级课文篇三

style="color:#125b86">人教版三年级下册语文《燕子》教
案2

教学目标：

1.欣赏燕子在春天里飞翔的美景，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2.结合文中插图，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
的观察方法。

3.理清课文脉络，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4.学习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语。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结合文中插图，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
的观察方法。

2.了解春天的特点和燕子的活动情况，体会春天给人们带来
的愉快心情和使人感到的蓬勃向上的力量。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语。

(二)分清课文段落，概括段落落大意。

(三)通过了解作者对燕子和春天的描写，激发学生热爱大自
然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重点

(一)初读课文，分清课文段落，概括段落大意。

(二)通过了解作者对燕子和春天的描写，激发学生热爱大自
然的思想感情。

三、教学难点

理清课文脉络，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四、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学生异口同声回答：燕子。

对。它就是燕子。请同学们看图，(出示燕子投影片或图片)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的主角。(板书：2.燕子)

教师范读课文。

(二)检查预习。

1.填写生字表。

2.读准字音。

这一课的生字比较少，但是除了生字之外还有一些字从语音
和结构上需要注意。

比如：“晕”是多音字，它有三个意思。(1)在“昏迷”一词
中或表达头脑不清的意思时，这个字读“y&n”，如“头晕、晕
头转向”等;(2)因为光线的折射而形成的光圈，如“日晕、
月晕”等;(3)主要指头昏，如“眩晕、晕车”等。“晕”在
后面两种情况中都读做“y)n”。本课中出现的“小晕点”是指
燕子的剪尾和翼尖轻点水面后漾起的逐渐向四周扩散的圆环，
是“晕”字第二种解释的引申，读做“y)n”。

“俊”字读做“y)n”不读“z)n”“拂”读做“f”不读“f$”。

3.查字典并结合课文内容解释词语。

解释词语必须依据“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
则，因为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很难准确地理解字、词、
句甚至于段的意思。

俊俏：相貌好看。



蒙蒙：形容雨点很细小。

赶集：原指到集市上买卖货物。这里指春天一到，花草都长
了起来。

柔柳：“柔”的字面意思是指柔顺，“柳”的字面意思是指
柳树或柳条。课文中“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舒展开黄绿眉眼
的柔柳”的“柔柳”是指春天到来后的柔枝嫩叶。

生趣：原义指生活的趣味。课文中“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从南
方赶来了，加入这百花争艳的盛会，为春光增添了许多生
趣”，这里的“生趣”指的是春天到来后生气勃勃的趣味。
吹拂：微风轻轻地吹。

曲谱：原指乐曲的谱子，课文中是用五线谱来比喻燕子、电
线和电杆组成的画面。舒展：原指不卷缩，不受约束。

光彩夺目：颜色和光泽鲜艳耀眼。

百花争艳：各种花草争奇斗艳。

聚拢：聚集在一起。

演奏：用乐器表演。

掠过：轻轻擦过或拂过。

偶尔：有时候。

波纹：小波浪形成的水纹。

生机：生存的机能;生命力。

荡漾：水波微动的样子。



4.结合词义，区别近义词、反义词形近字。

近义词：

俊俏——(俏丽)聚拢——(聚集)

生机——(生气)掠过——(拂过)

反义词：

偶尔——(经常)增添——(减少)

俊俏——(丑陋)机灵——(死板)

形近字：

出示投影，请同学们充分讨论形近字之间的区别，再根据字
义组词。

谱(谱曲)奏(演奏)俊(俊俏)

普(普遍)凑(凑巧)骏(骏马)

聚(聚拢)符(音符)偶(偶尔)

取(争取)付(付出)遇(遇见)

5.了解课文内容，分析课文结构。

这是一篇看图、学文并行的课文，教学时要把看图作为学文
的手段。因此，在分析课文结构时就要结合图来理解课文。
但是看图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并注意抓住事物的特点，重视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通过结合课文内
容看图，同学们很快就能发现这篇课文是按照不同方面来叙
述的，也就是说课文的四个自然段从四个方面介绍了燕子，



它们分别是燕子的外形特点、燕子从南方飞来、飞行的燕子
和停歇时的燕子。因此，这篇课文应该是一个自然段为一段
共分为四段。

教学时要充分利用图的直观来加深学生对文字的理解，重点
指导学生掌握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进行观察。这一课时一
定要求学生读熟课文，为进一步学习课文做准备。

(四)作业。

1.抄写生字、生词。

2.结合图画朗读课文，体会燕子的活泼可爱和春天的光彩夺
目。


